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題焦點──不論是自閉症還是學障的孩子，要開啟他們的心，與外界溝

通或進行學習，都不是一件易事。可是，導師與孩子彼此心之聯繫，卻是

訓練能否成功的關鍵。這期的主題焦點及講座簡介，簡單敘述了我們如何

根據自閉症及學障孩子不同的心理特質，為他們安排適切的訓練，並在課

堂中時刻留意他們的心思，調適課堂內容。        

1. 「識心療癒」: 突破身心意識封閉障礙 (第七場) 

  *此療法專為受著自閉/亞氏保加症徵狀困擾的孩子而設        

     (2013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四  晚上 7 時半至 9 時半)     

2. 「讀書三到」：突破閱讀障礙 成功個案分享會 

   (2013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 晚上 7 時半至 9 時半)  

 「思維訓練」：眼到、腦到、智能到！ 

   (2013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四  晚上 7 時半至 9 時半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2528 40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郵： pda@pdachild.com.hk 

地址：香港灣仔駱克道 194-200 號東新商業中心一樓        

網址： www.pdachild.com.hk    Facebook: www.facebook.com/pdachil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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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記得初次接觸小學二年級的康仔(化名)，只覺得 8歲多的他長得比同齡小孩高大圓潤；雖然他目光有

點呆滯，叫他沒多大反應，但卻是一個討人喜歡的男孩子。 

    不過，想逗他玩一點也不容易。康仔是一位自閉症的小孩，不欲

與別人溝通，愛沉醉於自我世界中；經常自言自語，卻不擅於表達自

己所需。已就讀初小的他，甚少透過說話來表達自己，極其量只是說

出一些簡單的短語，運用句子傳意更是少之又少。 

    在課堂初期，康仔走進課室，看到自己最愛的藍色枕頭堆後只拋

下一句「要潛水」，就會立即擠身躲進去，任由我怎樣叫喊，他也靜止不

動，亦不願意出來。儘管後來我把燈關上，康仔也毫不在意，完全沒有要探

頭看過究竟的意思，彷彿枕頭堆內的漆黑寂靜才是屬於他的世界。就這樣，

康仔在他藍色枕頭堆內的海底世界徘徊，而我則被「拒諸門外」。 

    康仔只滿足於他的幻想世界，外界的刺激對他而言也恐怕只是可有可無

的存在。跟康仔在鞦韆上搖盪的時候，康仔只會自顧自說「Oh! Fireman! Help! Help! Help!」，在腦海內

建築著自己的消防局。即使我把鞦韆停下時，他也沒有為意，也沒有因而終止自己的故事。當康仔抬頭望到

房中藍色枕頭的一瞬間，他便二話不說，急不及待的衝進去，彷彿要與自己喜歡的物件融為一體，再次跳入

那個只屬於他的海底世界。 

    雖然身處在同一空間，但總覺得我和康仔的距離被深海所分隔，我們之間沒有絲毫交集。其實是——

他的世界裡沒有人。 

    作為他的導師，一定要讓他知道這個世界美麗的絕對不止海底的漆黑寂靜。 

    為了讓康仔感知外界及自己的存在，我決定為他進行手療。當康仔躲進枕頭堆的時候，我同時輕按他

的頭部；讓他體會來自外界的觸感變化，尤其是人類的體溫，也提升其自我身體意識。最初康仔會迴避我的

接觸，蜷縮一團。漸漸的，康仔才稍為放鬆身體，顯得不再抗拒。再過一段時間，當我接觸康仔時，他會哈

哈大笑，開始享受我與他的接觸。在輕按他的身體同時，我還會輕聲告訴康仔身體部位名稱，使他更能感受

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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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為了讓康仔進一步接受來自外界的不同變化，在他躲進枕頭堆的時候，我偶爾會慢慢拿開少部份枕

頭，輕聲說「打開」，讓康仔知道這個詞語會令他看到枕頭堆外更廣闊的空間，不再局限於寂靜與漆黑。最

初康仔會呆望着我，然後說「關埋」或「潛水」，不太願意多看外面一眼。於是我便為康仔再次蓋上枕

頭，靜心等待，同時在讓他不會感到威脅的情況下拉開枕頭；或是探頭與康仔一起躲進枕頭堆。如是者重

複若干次後，在枕頭堆中的康仔開始會說「打開」。 

    康仔終於願意打開了他與外界之通道。 

    自此以後，康仔開始對房中的其他物品感到好

奇。當他看到房中放置的積木，會忍不住衝過去觸碰。此時我會輕按他的心

口，以「康仔想要……」等引導式的語句先讓他靜下來，再察覺自我與物件的分別，同時亦讓他為意自己

心中所想，學習運用語言表達所思所想；更重要的是透過與康仔同在，讓他感知到來自外界的人並不是陌

生的物件，而是一個活生生地輔助他說出心中所想的人。接下來的課堂，我讓康仔接觸不同可供他藏身

的物件，例如黑色布鞦韆及窗簾，並教導康仔說出不同的物件名稱。除了枕頭堆外，康仔慢慢地愛上在

布鞦韆上玩耍。透過布鞦韆強烈的刺激，康仔開始建立自我的存在感，並逐漸學識以不同的動作詞彙向

導師表達想要「搖」、「彈動」等不同的刺激。當然，康仔偶爾需要躲在他最愛的藍色枕頭堆中輕鬆一

下。 

    如是者，我與康仔一起分享過不同的時間，一點一滴的累積不同的經歷，為他的世界慢慢加上顏

色。然後，康仔某次在枕頭堆中休息的時候—— 

   「想要同姑娘一齊潛水。」 

    這句簡短的說話所包含的，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或人物，它背

後隱含的，是一個對四周環境毫不在意的小孩，首次翹首望向外界，並以

說話方式尋求與外界接觸的里程。更重要的是，那個外界不只是物件，而是拓展到與人的接觸！這些

對一般人而簡單得言微不足道的片段，對康仔而言卻是一個漫長的歷程。一直愛獨自躲在枕頭堆內的

康仔，終於願意敞開心扉，讓人進入自己的世界，並可以憑自己的力量連接外界。 

    現在的康仔，上課前我向他問好，他會望著我揮手說「嗨」。在課堂時拉開窗簾，會坐下靜心

觀察鄰房的小朋友在做什麼，之後更會問鄰房的小朋友可否與他共用房間。躲在他最愛的藍色枕頭堆

時，聽到坐在外面的我的咳嗽聲，他更會擔心得立即探頭看着我呢！ 

    世上的光明，不單只來自景物，更多的是來自活生生的人。人與人間的互動，當中更蘊含無盡

的愛和温暖，希望康仔以後的日子能感受更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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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/8：讀書三到系列之「心到」講座 

學障孩子在學習路上往往遇到許多挫敗，減低了學習的動機和自

信心，甚至會出現逃避學習的情況，從而影響學業成績。是次「如何有效地帶領學障孩子們願意

學習」講座，主要講及如何使學障孩子願意學習，從而達致讀書三到中的「心到」。要成功提升

孩子的學習意願，家長及導師可考慮四個重要元素。一是孩子的「安全感」：當面對學習時，孩

子因焦慮會出現不同的「防衛反應」，如發呆、分心、對抗等以逃避壓力。家長或導師要因應孩

子所能承受的壓力程度設計學習環境，以提升其安全感。二要根據其天生性情，投其所好，提高

他們學習的「意願感」。例如若孩子屬於「領袖表現型」，成人需要為其設下清晰的學習目標，

並加入比賽競爭的元素，以便其奮力向前；而面對以「人情關係」為本的孩子，則著重與其建立

亦師亦友的關係，以提升學習動機。三是「成功感」，家長或導師需設下具挑戰性但合理的目標、

選取適當的教材及針對性教學策略，為孩子建立成功學習的經驗，這樣孩子才會有衝勁努力下去。

最後一項是「習慣感」，透過幫助孩子持續練習正確的學習模式，直

至其自動成為習慣才停止，孩子的心就可把新的學習穩固下來。做到

這成功「四步曲」，學障孩子便能夠在一個安全、有滿足感和成功的

經驗下，使用有效的學習方法，輕鬆自在地學習。 

黃太：你們既有「識心療法」、「讀書三到」及「身心靜定」等

理念去訓練自閉症、學障及過動的孩子，但又說會因應孩子的情

況給予不同的訓練，那究竟是怎樣的？ 

答：上述理念是集結了本會 20年的臨床經驗，發展出來有效的訓練方法。每套方法都有其大方針及

訓諫方法，如「識心療法」是幫助自閉症孩子啟動意識的心，建立自覺能力；「讀書三到」是基礎腦

功能訓練及學習策略指導；「身心靜定」是關於自心覺知、身體及思維調控的訓練。由於每個孩子發

展里程不同，所以在這些理念下，我們會同時找出阻礙孩子發展的核心問題，對症下藥，找出訓練的

切入點及方向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本同末異，根據這些大方向再設計出訓練方案。 

助展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，本著「順天而行、助展潛能」的信念，為 0 至 18 歲在發展上有差異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全面

性專業服務的私營機構；宗旨為幫助他們突破成長困局，促進其身心腦的自然發展。服務包括為孩子提供兒童發展及學

習能力評估、智能評估測試、讀寫障礙評估、音樂才華專業諮詢等評估，以釐訂個別發展需要的治療方案並進行訓練。

本會亦為家長、教育界、復康界、社會服務界同工提供專業諮詢及培訓，並有感統訓練用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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